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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１０）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四川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四川旅游学院，上海师范大学，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

理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云川、邱萍、冉杰、何文俊、司嵬、陈加林、何中兴、马卓亚、王瑜、刘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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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游客高峰时段应对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景区游客高峰时段应对的总则、应对等级、基本要求及应对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景区。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５７６８—２００９（所有部分）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ＧＢ／Ｔ１０００１．１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１部分：通用符号

ＧＢ／Ｔ１０００１．２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２部分：旅游休闲符号

ＧＢ／Ｔ１８９７３　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

ＧＢ／Ｔ２６３５５　旅游景区服务指南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日最大承载量　犱犪犻犾狔犮犪狉狉狔犻狀犵犮犪狆犪犮犻狋狔狅犳狊犮犲狀犻犮犪狉犲犪

在保障游客人身安全、旅游设施设备和旅游资源环境安全的前提下，景区日开放时间内能够容纳的

最大游客数量。

３．２

游客高峰时段　狆犲犪犽犺狅狌狉狊

景区内游客数量达到或超过景区主管部门核定的日最大承载量百分之八十的时段。

４　基本要求

４．１　景区应建立游客高峰时段应急管理体系和信息管理系统。

４．２　景区游客高峰时段应急管理体系宜纳入地方政府应急管理体系中，建立对接机制，确保工作顺畅。

４．３　景区信息管理系统宜纳入地方政府信息管理平台中，提供准确、及时、全面的信息。

４．４　景区应公布景区主管部门核定的景区日最大承载量，制定并定期演练游客高峰时段分级应急

预案。

４．５　景区应做好游客高峰时段应对准备工作。

５　应对等级

５．１　根据景区内游客量达到或超过景区主管部门核定的日最大承载量的百分比，将游客高峰时段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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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分别用红色、橙色和黄色标示，一级为最高级别。

５．２　三级指景区内游客数量达到景区主管部门核定的日最大承载量的８０％及以上，用黄色标示。

５．３　二级指景区内游客数量达到景区主管部门核定的日最大承载量的９０％及以上，用橙色标示。

５．４　一级指景区内游客数量达到景区主管部门核定的日最大承载量的９５％及以上，用红色标示。

６　具体要求

６．１　组织管理

６．１．１　景区应成立应急指挥机构，宜在地方政府应急指挥机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

６．１．２　景区宜按照景区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要求与安排，配合公安、消防、医疗、卫生、环保等相关部

门，构建应急管理系统。

６．１．３　景区宜建立健全联席会议制度，及时通报情况、分析研判形势、安排部署工作、协调解决问题，

同时参加政府组织的联席会议。

６．１．４　景区应聘请突发事件处理等方面的专家，提供应急管理决策咨询，并开展应急能力培训。

６．１．５　景区应根据实际需要调整售（检）票窗口数量和售（检）票时间，适当控制游客等候时间。

６．１．６　景区应采取网络预约、电话预约等多种售票方式有效控制景区接待的游客数量和接待时间。

６．１．７　景区应制定科学的游客分流方案和游览疏导路线。

６．１．８　景区主要游览点、游客密集地段应安排专门人员负责秩序维护、游客疏导和安全应急等事宜。

６．１．９　景区应组织有关部门加大对经营场所的监管力度，确保高峰时段经营场所运营正常。

６．２　设施设备

６．２．１　景区应配置安全、救援等应急设施设备，定期检查，确保高峰时段能正常启用。

６．２．２　景区应对用于高峰时段应急处理的特种设备加强维护和保养。

６．２．３　景区应配合政府相关部门分别在景区内外主要游客集散点配置信息采集、信息咨询、线路指

引、紧急救助、通讯调度、交通换乘等设施设备。

６．２．４　景区游客高峰时段增设的导向标识，宜按ＧＢ／Ｔ１０００１．１和ＧＢ／Ｔ１０００１．２建设。

６．２．５　景区游客高峰时段增设的临时停车场所，宜按 ＧＢ５７６８—２００９建设。

６．２．６　景区游客高峰时段增设的临时厕所，宜按 ＧＢ／Ｔ１８９７３建设。

６．３　信息管理

６．３．１　景区宜配合政府相关部门利用高速公路、港口、机场、车站、景区出入口等景区内外游客通道

及游客集散点的信息显示屏，加强信息发布。

６．３．２　景区宜开设（增设）旅游在线咨询服务，提前发布门票预订（售）、出游提示、游览预警、票价

调整等信息。

６．３．３　景区宜通过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对游客流量进行预测，实行分级管理，为应对预案的启动提供准

确依据。

６．３．４　景区宜采用票务门禁系统、景区一卡通联动系统、景点实时监控系统等技术手段，做好景区游

客分布监测。

６．３．５　景区出现紧急重大事件，应立即向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汇报。

６．３．６　景区游客高峰时段所有数据、资料应按规范留存、备查。

６．４　人员保障

６．４．１　景区应有人力资源储备，能够依据分级应对要求为各部门或岗位配备足够的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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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２　应急预案启动，景区工作人员应按规定到岗，实施应急方案。

６．４．３　景区工作人员的服务应符合 ＧＢ／Ｔ２６３５５规定。

６．５　资金保障

　　景区应保证用于游客高峰时段应急所需的资金，用于高峰时段应急所需的设施设备、应急演练、

突发事件处置等。

６．６　物资保障

６．６．１　景区应根据实际情况，储备能满足高峰时段应对所需的物资。

６．６．２　在应对突发事件过程中，当储备物资不能满足需要时，景区应急指挥机构应向地方政府提出申

请，争取政府应急物资支持。

７　应对要求

７．１　三级（黄色）应对要求

７．１．１　景区应启动黄色应急预案，进入应对准备状态。

７．１．２　应急指挥机构应由景区主导，履行值守应急、信息汇总和综合协调职责，并由分区应急协调小组

负责现场的应急处理工作。

７．１．３　景区应实时监测客流，进行数据研判与预测预警。

７．１．４　景区应向区内游客公布客流量状况及应对办法，引导游客合理选择景点和游览道路。

７．１．５　景区所有游客通道应全部开放。

７．１．６　景区应增设临时接待服务点或志愿者服务站，加强景区内主要游客集散点的疏导工作。

７．１．７　景区宜增调车辆，保障所需。

７．１．８　景区应增设临时医疗急救服务站，配备专业人员及相应设施设备。

７．１．９　景区应增设现场投诉受理点，快速有效处理游客投诉。

７．１．１０　出现紧急事件，应急所需物资、设备、工具应迅速调集到位，并及时采取措施应对。

７．１．１１　应急指挥机构应在综合分析各方面信息的基础上，适时宣布终止预案。

７．２　二级（橙色）应对要求

７．２．１　景区应在满足三级（黄色）应对规范的基础上，启动橙色应急预案。

７．２．２　应急指挥机构应由主管部门主导，景区配合政府相关部门共同履行值守应急、现场处置、信息

汇总和综合管理协调职责。

７．２．３　景区应向区内及周边游客公布客流量状况及应对办法，配合交管部门启动游客分流工作。

７．２．４　景区应加强信息发布、信息汇总及处理，及时向主管部门报送统计信息。

７．２．５　景区宜有针对性地启动交通运力动态调整预案，协调相关部门通过周边道路管控、区内停车控

制、车辆调度控制等措施引导客流。

７．２．６　景区宜启用临时停车场所，停车场根据需要增加工作人员，保证车辆进出及停放有序。

７．２．７　景区应启动售票、检票控制方案，调控进入景区的游客数量。

７．２．８　景区应合理设计游客排队等候的方式和途径。

７．２．９　景区应通过分时入园、区内道路单向通行等方式，控制景区内游客数量、引导游览秩序。

７．２．１０　景区宜根据需要增设临时服务点，提供基础医疗、投诉受理及信息咨询等服务。

７．２．１１　景区宜启用临时厕所，满足游客需求，缩短游客排队如厕时间。

７．２．１２　应急指挥机构应在综合分析各方面信息的基础上，适时宣布终止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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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　一级（红色）应对要求

７．３．１　景区应在满足二级（橙色）应对规范的基础上，启动红色应急预案，向地方政府报告，并向社会

公告。

７．３．２　应急指挥机构应配合政府相关部门履行值守应急、现场处置、信息汇总和综合协调职责。

７．３．３　景区应向旅游地游客公布客流量状况及应对办法，配合交管部门启动游客分流、限流工作。

７．３．４　景区应根据情况及时增调人员应对，引导当地群众参与保障工作。

７．３．５　景区应配合交通管理部门，对景区外围重点区域和路段及时采取分流、疏堵、限入、劝返、单循环

等交通管制措施，保障道路通畅。

７．３．６　景区内重点区域和点位应采取分流、限行、单向通行等措施，在险要、易拥堵路段安排专人从事

引导和疏散工作，确保游客游览安全。

７．３．７　景区应启用景区备用进出口。

７．３．８　出现游客滞留时，景区应做好游客的服务和安抚工作。

７．３．９　景区游客量接近或达日最大承载量时，应启动限流方案，做好限流工作。

７．３．１０　景区内游客数量达到日最大承载量时，应立即停止售票，向游客发布告示，做好解释和疏导等

相关工作。

７．３．１１　应急指挥机构应在综合分析各方面信息的基础上，适时宣布终止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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